
奉贤探索试点在宅基上建设“嵌入式养老点”新模式

■劳动报首席记者 胡玉荣 文/摄

吃住一天50元，老人说“比家里好”

上海今年将向40万居民提供
免费大肠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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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 奉贤区柘林镇
新寺村椿萱庭宅基养老点将正

式启用。 村里的老人们不用离
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 每天
吃住的费用仅需 50元， 就可以
在这里颐养天年。 在宅基上建
设 “嵌入式养老点 ” 的新模
式， 不仅让农村老人住得起 、
住得惯、 住得近， 其更大的意
义在于 ，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 为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的解
决打开了新的思路和空间。

宅基养老点
获八旬阿婆首肯
中午 11 点不到 ， 在柘林

镇新寺村骑塘 11 组的椿萱庭
宅基养老点， 笑声朗朗， 热闹
非凡 。 不少老人在此闲聊畅
谈， 等候用餐。 尽管宅基养老
点的全部功能要到 5 月 1 日正
式启用， 但日间照料中心已经
先行在这里开放， 村里有需要
的老人可以在此就餐、 聊天。
虽然养老点的外貌依稀可

见原来农民房的模样， 但内部
空间焕然一新 ， 让人眼前一
亮。 300 多平方米的建筑分上
下两层， 内部装修全部采用原
木设计风格 。 5 个标准套间
内 ， 配有独立卫生间和梳洗
台。 用餐区可容纳 20 至 30 人
同时用餐， 平时也可作为日常
开展活动的场地。 屋前是开着
油菜花的农田， 屋旁还有凉亭
和健身设施， 在春日暖阳的照
射下， 一派悠然自得的风光。

“我和子女商量过了， 五
一节正式搬进来， 在这里不用
烧饭、 不用打扫卫生， 还可以

和老邻居们做伴 ， 费用又不
高， 我很满意。” 今年 83 岁的
胡雪琴阿婆在养老点吃中饭

时， 特意去未来自己的房间兜
了一圈， “卫生间、 房间比家
里强太多了， 我老太婆一辈子
没住过， 就像宾馆！”

胡雪琴阿婆的老伴过世

10 多年了 ， 一双子女都工作
和生活在市区 ， 一直独自生
活。 “子女们也说接我过去一
起住， 但住到城里我是不习惯
的， 不想去。 我每月的退休工
资有 2000 多元 ， 住在这里每
月 1500 元 ， 工资收入还有剩
余。 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决定
把老房子流转到村里 ， 到时 ，
租金收入就是纯收入了。”

通过养老
解决宅基流转后顾之忧
新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叶

飞宇是土生土长的新寺村人，随
着养老点正式启用的日子临近，
他几乎每天都会来转一圈，看看
哪些设施还需要完善。对于他来
说，这些老人既是邻居，也像自
己的家人一般。

“在宅基上建‘养老点’，既
是为了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

题， 更是为了提升农民流转宅
基地的积极性， 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 ”叶飞宇告诉记者，新寺
村户籍人口 3000 多人， 仅 70
岁以上老人就达 664 人， 因为
子女们大多住在城里， 老人们
基本都处于空巢或独居状态。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入推进和农村面貌的改善，
生态资源被逐步激活，旅游休闲
等产业在上海农村蓬勃发展。 而
今，如何激活闲置的宅基地成了
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叶飞
宇表示，柘林镇大力开展乡村振

兴工作以来，新寺村也通过宅基
地流转， 推进三园一总部建设，
建设现代农业及骑虹文创等项

目。 但是，在推进宅基地流转过
程中遇到了瓶颈。

把闲置宅基地流转到村里，
可以增加村民的收入，然而面对
这样的大好事，村民们的积极性
并不高。 调研发现，流转宅基地，
年轻人一般都支持，但老人的顾
虑很多， 最主要的还是养老问
题。 房子流转出去后，不想到城
里和子女一起住， 住到养老院，
又担心住不惯，而且农村老人退
休金低、节俭惯了，就算最便宜
的养老院，她们也觉得太贵了。

去年， 在柘林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 新寺村探索在村里
探索“嵌入式养老点”试点，大
半年过去了， 这座由农民房改
建而来的椿萱庭宅基养老点即

将全面启用。 目前确定入住的

老人已经有五六户， 还有十五
户左右也有入住的意向， 而这
些老人都已经基本确定把自家

的宅基地流转给村里。

创新养老模式
形成可持续闭环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

养老模式， 但是， 要么曲高和
寡，要么财力难以为继，出现了
不少新的问题。 那么柘林镇宅
基养老点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记者了解到， 椿萱庭宅基
养老点正式启用后 ，3 个后勤
保障人员的工资每年 10 万元，
水电费 1 万元， 每年的租金支
出 4 万元。 5 个房间按照 10 个
老人居住，一年收费 18 万元。

“养老点还兼具日间照料中
心、睦邻点的功能，保持顺利运
转还有资金缺口，村里每年还需
要贴补 20万元左右！ ”叶飞宇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民的宅基地
流转出来了，村里可以利用这些
空间做三园一总部、 做民宿、康
养产业等， 由此而产生的税收、
租金等收入可以反哺养老点 ，
“村里的富裕劳动力还可以到养
老点做服务人员， 在家门口就
业，一举多得。 ”因为受到百姓欢
迎，新寺村第二个“嵌入式养老
点”也即将启动建设。

据悉，像这样的“嵌入式养
老点”已经在柘林镇全面启动。
据柘林镇副镇长杨瑛介绍 ，今
年全镇计划在迎龙村、临海村、
金海村、华亭村建设 5 处点位。
其中迎龙村、 临海村已开工建
设，金海村已完成施工设计，华
亭村也进入了选址环节， 让全
镇农村老人都能享受到最暖心

的养老服务。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李蓓)
在上海，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
活方式变化等原因， 癌症的负
担仍在持续增长。 最新监测数
据显示， 上海全市新发癌症病
例 9.14 万例，发病率为 623/10
万， 发病前三位的癌症依次是
肺癌、大肠癌和甲状腺癌；2019
年全市有 3.83 万人因癌症而死
亡 ，死亡率为 261/10 万 ，癌症
仍是本市居民的第二位死因。

统计显示，本市的癌症五年
生存率达到 56%，十多年来呈稳
步增长趋势。 去除人口老龄化因

素后，本市居民癌症标化死亡率
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四十余
年前比较更是下降了 42%。

自 2013 年起，上海持续开
展社区大肠癌筛查， 累计服务
576 万人次，早期发现癌前期病
变、降低发病风险，早期诊断大
肠癌提高质量效果。 目前，已追
踪到的确诊癌前期病变患者达

8 万余人，大肠癌患者约 2.3 万
人，早期比例达 46%，筛查工作
效果显著 。 随访结果显示 ，
2013-2015 年通过社区筛查检
出的大肠癌患者 5 年生存率达

到了 84.66%，较同年全市 50 岁
以上大肠癌病例生存率高了 21
个百分点， 大大延长了大肠癌
病例生存期。

今年，本市将继续实施“社
区居民大肠癌筛查”工作，向 40
万居民提供免费的大肠癌筛查

服务，推动早日实现“50 岁以上
人人参加一次大肠癌筛查 ”的
目标。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呼吁广大市民在收
到筛查通知或初筛阳性报告

后， 务必根据提示信息及时参
加初筛或接受肠镜检查。

本报讯 昨日，上海
市教委、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在长宁区检察院举

行了 2.0 版本 《中小学
生欺凌防治指导手册 》
发布仪式。

《手册》深入贯彻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中关于学生欺凌

防治的最新规定， 同时
吸纳了近年来上海教育

行政部门、 公安司法机
关在防治学生欺凌方面

的经验与做法 ， 是对
2019 年发布的 1.0 版本
的修订和升级。 内容主
要涉及学生欺凌的早期

干预、及时发现、规范处
置等。

首发仪式上， 长宁
区检察院还与区教育

局、 区法院、 区公安分
局、团区委会签《长宁区
关于加强专门教育工作

的实施方案（试行）》。
■李美慧

奉贤区柘林镇新寺村椿萱庭宅基养老点将正式启用。


